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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内容概要

《海底两万里》是一部科幻小说，于一八七零年问世，暨今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主张书不及百岁不
看的读者，是大可放心一阅的。书中人物寥寥，有名有姓的只有四个半：“亚伯拉罕林肯”号驱逐舰
舰长法拉格特，只在小说开头部分昙花一现，姑且算半个：内景只是一艘潜水艇。但就是这么四个半
人，这么一艘潜水艇，一个神秘的船长瓯北悲，一个学富五车的科学家，在各种探险历程中，在将近
一年的时间中，纵横海底两万里，为我们演绎出一个个故事，展现出一幅幅画面，海底墓地，珊瑚谷
，巨型章鱼    故事曲折惊险，引人入胜，画面多姿多彩，气象万千。这样一部小说，读来既倍使人赏
心悦目，也令人动魄惊心。令人永生难忘，不愧为一部世界名著。让人百看不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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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作者简介

儒勒·凡尔纳(1828～1905)是19世纪法国著名的科幻小说和冒险小说作家，被誉为“现代科学幻想小说
之父”，曾写过《神秘岛》、《地心游记》等著名科幻小说。凡尔纳的小说充满了科学元素，他笔下
的许多科幻事物在现在都成为了现实。他的很多学生都成为了有名的发明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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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章节摘录

第一章 逝去的巨礁一八六六年，给人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让人无法忘记。那年曾有一件古怪罕见
的事情发生。对于这件还没有得到合理解释的奇怪现象，毫无疑问，任何人都依旧记忆犹新。那个时
候，海员们的情绪非常激动，至于那些使得港口所有居民都惊慌失措，以及让内陆舆论沸腾的形形色
色的传闻就不用提了。欧洲与美洲的大商贾、船主、船长或者各种船只的掌舵人、世界各地的海军官
员，后来甚至连欧洲与美洲的各国政府，都非常关心这个事件。事实上，事情是这么引起的：前不久
，海上出现了一个“庞然大物”，一个非常长、呈梭状的物体，有的时候泛出磷光，体积要比鲸鱼大
很多，速度也比鲸鱼快得多，有好几艘船只在海上遇到过。种种航海日志里面记载了有关这个“庞然
大物”的事实，比如这个物体或者这个物体的样子，它行驶时非常快的速度，运行当中所显示出的让
人诧异的能量，它那种如同天赋一般的生命活力，严格来说，相互之间还是非常相符的。假如说这个
物体是一种鲸类动物，那么它的体积远远地超过了所有该学科中过去加以归类的鲸鱼。居维埃、拉塞
拜德、杜梅里与卡特法日先生等人——除非他们看到过，意思也就是，除非这些学者自己亲眼看到过
——肯定会否认有这样一种庞大怪物的存在。把数次观察的结果平均一下——除去那些比较保守的估
计，就是认为这个物体的长度为二百英尺，也不赞成那些过分夸张的意见，就是说这个庞然大物有一
海里宽、三海里长——我们能够非常肯定地下结论，如果这个非同寻常的生物的确存在的话，那么它
的体积已经远远超过了到今天为止鱼类学家所认可的各种鱼类的体积。但是，这种生物的确存在着，
它存在的真实程度已毋庸置疑。所以，对于它这样奇异的出现给整个世界带来的激动或者骚乱，我们
凭借人类所固有的好奇心就会感到这一现象是件非常容易理解的事情了。至于那些说这件事情是子虚
乌有的观点，则根本就不能站稳脚跟。因为实际上一八六六年七月二十日，加尔各答一布纳希汽轮航
运公司的“希金森总督号”，在澳洲东海岸五海里的地方，曾碰到过这个庞大的动物。刚开始，船长
巴克还猜想那是一座不为人知的巨礁，在他正打算要测定它准确的方位时，忽然看到由这个怪诞的物
体里喷射出两道水柱，狂怒着冲向云天，蹿出一百五十英尺高。由此来看，如果不是这座不为人知的
巨礁上有一个间歇热喷泉，那“希金森总督号”所面对的肯定是一种还没有被人发现的海洋哺乳动物
，两道夹杂着水汽的泡沫水柱从它的鼻孔里喷出来。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在太平洋的海面上，西印
度·太平洋汽轮航运公司的“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也看到了类似的事情。可以说，这个怪异的鲸
类动物可以以一种令人吃惊的速度由一个地方游行到另外一个地方，并且行动非常敏捷，因为“希金
森号”与“克利斯托巴尔·科伦号”曾经分别在距其七百海里处两个不同的地点看到过它，并且间隔
的时间只有三天。半个月以后，在离上述两地两干海里的地方，在国立轮船公司的“海尔维蒂亚号”
与皇家邮船公司的“山农号”近舷对驶于美国与欧洲之间的大西洋海面上的时候，它们分别在格林威
治子午线北纬四十二度十五分，西经六十度三十五分之处一起看到了这个庞然大物。两条船一起观测
到的结果表明，既然“山农号”与“海尔维蒂亚号”两条船都是首尾相差一百米，都比不上它的长度
，而当时身体最长的鲸鱼，比如那些经常在阿留申群岛的久兰马克岛与翁居里克岛邻近海面出没的鲸
鱼，超过五十六米的向来都没有——甚至连这个长度都不曾达到，所以，能够粗略地估计出这个哺乳
动物的长度最少是三百五十多英尺长。这样的报道不断涌来：横渡大西洋的“贝莱尔号”对其所做的
各种新观测；伊斯曼舰队的“埃特那号”同这个庞然大物的一次相撞；法国大型驱逐舰“诺曼底号”
军官们对此写下的记录；分遣舰队司令官弗兹·詹姆士手下的高级船员在“克利德勋爵号”船上进行
的非常准确的方位位置测定。这所有的一切在那个时候的确是轰动一时。在民族性轻浮的国度，大多
将此事看成是笑谈，而那崇尚实用的国度，如英国、美国、德国，对此事非常关注。在许多大的中心
城市，这个庞然大物变得是无人不知，人们在咖啡馆中对此赞叹不已，在报刊上对此嘲弄不休，把它
搬上舞台进行戏演。报纸恰好有了制造形形色色怪闻轶事的时机。在那些发行量非常小的报刊上，甚
至连与种种巨形怪异动物有关的报道都出现了，由白鲸、北极海里可怕的“莫比·狄克”一直到巨型
大物“克拉肯”——它能够用触须把五百吨重的轮船缠住，并把它拖下海底——应有尽有。有些人甚
至把古典文献都搬了出来，其中有亚里士多德与蒲林尼的意见，他们对于这些怪物的存在都不否认，
有彭图皮丹主教的挪威童话，保罗·埃纪德的记述，除此之外还有哈林顿先生那毋庸置疑的报告，报
告上讲他在一八五七年曾在“加斯迪兰号”上看到过一种巨蛇，这样的巨形蛇到现在为止仅在旧时北
极探险船“立宪号”经过的海面上看到过。那个时候，在学术团体里与科学报刊上，相信者和怀有疑
虑的人两派当中不停地展开争论。这些“怪物问题”让人们心情非常激动。自我感觉是内行的杂志编
辑们和一些自以为是的文人交起火来，在这场值得让人怀念的论战里洒下了大量的笔墨，有的人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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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甚至都付出了鲜血的代价，由于他们的矛头针对的并非海蛇，而是变成了最能触犯人的人身攻击。在
这次论战中，双方各不相让，你有你的理，我有我的理，战事起伏不定，一直持续了六个月的时间。
流行小报都在无休无止地驳斥着巴西地理学院、柏林皇家科学院、不列颠学术联合会、华盛顿史密森
协会发表过的那些论文，反击着《印度群岛报》、摩亚诺神父的《宇宙》杂志、皮德曼的《消息报》
中的讨论报道，还有法国与另外各国大报上面刊登的科学专栏传闻。这些文采丰富的作者们有意使用
对手曾经使用过的林奈的一句话“大自然不制造蠢东西”，实际上，这一带有戏谑性的摹仿目的是请
求当代人别造大自然的谣，去随意相信那些“克拉肯”、大海蛇、“莫比·狄克”与头昏脑涨的海员
们捏造出来的另外一些海怪的存在。最后，一份尖酸刻薄的嘲讽小报有一个读者最喜欢的编辑，他胡
乱地写了一篇大体叙述的文章，像伊波利特一样向这庞然怪物送上致命的一击，在大家平日的笑谈当
中把它给结束了。智慧最终还是把科学战胜了。在一八六七年的前几个月当中，这个问题很明显让人
淡忘了，看上去不可能再有人提起它了。但是就在这时，大家又有了一些新的发现。这个时候，这已
经不再是一个科学方面等待解决的问题，而彻底成了一个一定要进行避免的严重的事实危险。问题转
变成了完全不同的情况。这个庞然大物成为了小岛、岩山与巨礁，并且是飞逝的、行踪不定的、难以
把握的巨礁。一八六七年三月五日，蒙特利尔海运公司的“摩拉维安号”夜里行驶到北纬二十七度三
十分，西经七十二度十五分的海面的时候，船右舷的后半部分撞在了一块礁石上，但是在所有的航海
图上都没有这一带海域有这样一块礁石的标示。那个时候，“摩拉维安号”凭借风力还有船本身四百
匹马力的推动，行驶的速度达到了每个钟头十三节，假如不是船体质地非常牢固，被撞以后，不用说
肯定会和它从加拿大载来的二百三十七名乘客一块儿沉入海底。这一事故发生于早上五点钟左右，正
是天将要亮的时候。事故发生时，值班高级船员们马上向着船的后部奔去。他们十分谨慎地观察海面
。他们不曾有任何的发现，只看到在距此三锚链的地方有一个波涛碎成浪花形成的很大的漩涡，仿佛
这片洋面刚刚受到过剧烈的冲击。那个时候，一出事之处被非常精确地记录了下来。“摩拉维安号”
不曾发现什么明显的损坏又接着向前行驶。它是撞在了一个海面底下的岩石上面呢？还是撞到了一个
失事船只的残骸？这在那个时候是不得而知的。“摩拉维安号”一直到进船坞对船底进行检修时，才
看到它有一部分龙骨已经破裂。这事情本身是非常严重的，假如不是在三周以后，在同样的境况下又
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只怕它会和另外的一些事件一样让人淡忘。新发生的那起撞船事故之所以能够引
起非常大的轰动，只不过是因为受损船只的国籍和它所属公司的声誉。任何人都知道有名的英国船主
卡纳德的名字。在一八四。年的时候，这个聪明的英国企业家就用三条轮式木船，四百匹马力与一千
一百六十二吨位的规模，开辟了利物浦和哈利法克斯当中的邮路。八年以后，他的公司设备增加至四
条，六百五十匹马力，一千八百二十吨位，两年以后又添了两条马力与吨位都更大的船只。一八五三
年，刚刚得到继续快寄邮件运送特权的卡纳德公司又先后添置了“阿拉伯号”、“波斯号”、“支那
号”、“斯戈蒂亚号”、“爪哇号”与“俄罗斯号”等船只，全部都是头等航速的船只，并且是在“
大东方号”以后行驶海域最宽广的船只。这么一来，到一八六七年时，这家公司的船只达到了十二条
，八条是轮式的，四条是螺旋桨（式）的。我之所以要把这样的情况草草几句话介绍一下，是为了叫
读者稍稍清楚一些这家海运公司是比较重要的。它优秀的管理在世界上是非常出名的。没有哪家横渡
大洋的海运企业的经营要比这家公司更得法，成效更高。二十六年以来，卡纳德公司的船只曾横渡大
西洋两千次，但是向来都没有放弃过一次航行，不曾有过一次延误，不曾丢掉过一封信件，也没有损
失过一人一船。所以，虽然法国和它极力相争，然而人们还是非常喜欢卡纳德公司，愿意乘坐它的船
只，这从近几年官方的统计资料里可以看出。这样说来，这家公司最华丽的客轮里的一艘遇难引起了
非常大的轰动，对这件事，任何人都不可能感到奇怪了。一八六七年四月十三日，海上无风无浪，是
一种对于航行来说很好的天气。那个时候，“斯戈蒂亚号”正在位于西经十五度十二分，北纬四十五
度三十七分的海面上航行。它在本身一千匹马力发动机的推动下，时速是十三点四三节，船的机轮在
海里运转得非常正常。这个时候，船吃水的深度是六点七米，排水量则为六千六百二十四立方米。午
后四点十七分，乘客们正一块儿在大厅中吃饭，此时此刻，“斯戈蒂亚号”船侧的后半部分，略后一
点儿靠近左舷机轮之处，觉得发生了一次非常轻的碰撞。“斯戈蒂亚号”并不曾撞到什么东西上，而
是它让其他的东西给撞了。撞它的与其说是一种敲击的器具，倒不如说是一种尖利的钻孔器械。这回
碰撞感觉十分微小，若非货舱监装员奔到甲板上大喊：“我们的船快沉了！我们的船快沉了！”只怕
船上没有任何人会对这次碰撞感到不安。刚开始，所有的乘客都感到十分恐慌，不过安德森船长不久
便把他们给稳住了。实际上，这样的危险也并不是非常紧迫的。还有就是，“斯戈蒂亚号”船的七间
船舱是被水密舱壁分隔开的，它应该可以不受损坏地顶得住少量的漏水洞。安德森船长马上奔到底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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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底两万里》

。他看到海水已浸到了第五间船舱，并且浸入的速度非常快，这证明漏水洞已经非常大了。值得高兴
的是，这间舱中没安装蒸汽锅炉，否则的话，炉火就可能忽然被熄灭。安德森船长吩咐马上停船，而
且让其中一个水手到水底查明船体受损的程度。没用多长时间，就查清楚轮船船体机身（水线以下的
部分）处有一个直径两米的大洞。像这样大的漏洞形成的水道要想堵住已经没有多大希望了。所以，
“斯戈蒂亚号”船就只好在它的机轮处在半淹的状态下接着向前航行。那时它距克利尔海岬还有三百
海里，在延长了三天以后才驶入公司的船坞。这次时间延长事件让全体利物浦人都心神不定。“斯戈
蒂亚号”船被架起来了，工程师们把这艘船进行了检修。对于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他们都无法相信。
船体吃水线底下两米半处显现出一个十分规则的等边三角形裂口，铁皮上面的裂痕非常整齐，就是打
洞钳也不可能轧制得如此准确无误。轧穿这个洞的穿孔器械并非一般的钢材制作，由于它在以一种奇
异的力量朝前冲撞，在把四厘米厚的铁皮戳透以后，还可以做出一种简直让人无法想象的后退动作，
让它本身得到逃脱消逝。近期事件经过的事实就是这么一回事，最后它令人们的情绪再次激昂起来。
由于从今往后，曾经那些无从查明原因的失事事件如今全都算到了这个庞然大物的身上。这个奇异的
动物担负了一切沉船事件的责任，但是，失事船只的数字十分巨大。按照监督委员会统计年鉴的记载
，在一年中受到损害的三干只船舶里，由于不明原因而断定为失踪的汽轮或者帆船，数量最少不低于
二百艘！这个时候，这个“庞然大物”便由于船只下落不明而受到了人们公平或者不公平的指责。因
为它的存在，每个大洲之间的航行危险变得愈来愈大了。人们都不假思索地纷纷表示，坚决请求不惜
所有的代价将这条让人感到可怕的鲸怪彻底清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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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海面上出现了一只神秘的“怪兽”，它频频袭击各国海轮，这“怪兽”是从哪里来的呢？原来，这只
搅得人心惶惶的“怪兽”是一艘名叫“鹦鹉螺”的潜水艇。它的主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尼摩船长。我们
将与尼摩船长一起，去参观海底森林，去探访海底的大西岛废墟，去打捞西班牙沉船的财宝，去和沙
鱼、章鱼等水中的霸王们搏斗⋯⋯《海底两万里》叙述的是法国生物学家阿龙纳斯教授探海旅行的故
事。本书通过对“海上怪物”的追踪，描绘出了神奇的海底世界，这里有海底平原、海底森林、海底
墓场、珍珠世界、沉没的大洲和古城堡⋯⋯凡尔纳还用他神奇的笔为我们设置了很多惊险的场面，使
整部小说情节跌宕起伏，扣人心弦，引人入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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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画面感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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